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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不仅可以作为一种

产品或服务参与到经济系统中，而

且能够对经济运行产生变革性的

作用。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要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

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其中在

深入推进数字经济创新发展方面，

提到深化大数据、人工智能（AI）等

研发应用，开展“人工智能+”行动，

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

集群。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人工

智能+”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

告》中。

“可以说，有关人工智能的技

术研发和相关的推广，都已经进入

了我们国家的视野，未来必将全面

发展。”在 3 月 20 日由中国经营报

社、中经传媒智库主办的“人工智

能涌现 产业生态焕新”专题研讨

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

究所副所长，中国经营报社社长、

总编辑季为民说道。

如今，“人工智能+”的提出，适

值我国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加

快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对我国加

快建设制造强国和科技强国将具

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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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才：
AI大模型赋予具身智能“灵魂”

我国的人工智能未来必将全面发展

人工智能的三次浪潮

如果将1950年“计算机科学之

父”图灵发表的《机器能思考吗？》

作为人工智能发展史的开端，那

么，人工智能从萌芽到现在已经有

70多年的历史了。市场上普遍将

这70多年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20世纪五六十年

代，以 1956 年的达特茅斯会议、

1964 年麻省理工学院人工智能实

验室开发出的第一个聊天机器人伊

莉莎（Eliza）为标志，被称为人工智

能的第一次浪潮。第二阶段是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以1997年IBM开

发的计算机“深蓝”赢得了与国际象

棋特级大师加里·卡斯帕罗夫的比

赛为标志，被称为人工智能的第二

次浪潮。第三阶段是从2016年至

今，以Google公司AlphaGo击败了

围棋冠军李世石为标志，被称为人

工智能的第三次浪潮。

人工智能的第三次浪潮还在

发展中，尤其是 Open AI 的 Chat-

GPT、GPT-4，以 及 近 期 发 布 的

Sora，这些都将人工智能竞赛推向

了全球大多数科技公司，乃至全

球主要的经济体。

“我们看到，在人工智能的三

次浪潮中，美国都处于技术的前

沿和中心，这无疑是 70 多年来厚

积薄发的结果。无论是从技术研

发角度来说，还是从应用推广方面

来看，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都是

后发国家。我们希望中国能够在

微笑曲线的某一点后发先至。但

必须承认，这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

就。”季为民说，“我们有必要认清

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现状，以及

中国人工智能要想赶超先进水平

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政策环境、市

场环境，也必须探究‘人工智能+’

到底会在哪些领域，哪些场景率

先开花结果。”

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提速

早在 2017 年，国务院就印发

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

旨在抢抓人工智能发展的重大战

略机遇，构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

的先发优势，加快建设创新型国

家和世界科技强国；到 2022 年 7

月，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

部门印发了《关于加快场景创新

以人工智能高水平应用促进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以落实

《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系

统指导各地方和各主体加快人工

智能场景应用，推动经济高质量

发展；今年2月，国务院国资委召

开“AI赋能产业焕新”中央企业人

工智能专题推进会，会议强调，中

央企业要把发展人工智能放在全

局工作中统筹谋划，深入推进产

业焕新，加快布局和发展智能产

业，夯实发展基础底座，把主要资

源集中投入到最需要、最有优势

的领域，加快建设一批智能算力

中心。此外，北京、上海、广东等

多省市也陆续出台大模型产业发

展措施，加速人工智能大模型应

用落地。

有了政策的助力，我国的人

工智能产业也进入了全球第一梯

队。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中

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在去年

11 月举行的“2023 人工智能计算

大会”上发布了《北京市人工智能

行 业 大 模 型 创 新 应 用 白 皮 书

（2023 年）》（以 下 简 称《白 皮

书》），其中指出，从全球范围看，

世界各地均在积极推动大模型研

发和应用，其中美国和中国发布

的通用大模型总数占全球发布量

的 80%，成为大模型技术领域的

引领者。

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未来的战

略性技术，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

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因而被

普遍认为是新质生产力的典型

代表和重要引擎。据记者观察

采访，作为新一代数字技术的人

工智能已在金融、工业制造、电

力能源、生物医药、教育、文娱影

视、教育、政务、农业等各个行业

领域落地生长，正在加速与实体

经济融合。

此外，根据非凡产研发布的

《2024 年 2 月全球 AIGC 行业月

报》统计，国内规模以上的AI产品

数量已经从1月的123个增加到2

月的 130 个。这也反映了中国人

工智能应用市场的扩张，以及产

品更趋多样化。

编者按/自2022年年末，一股席卷全球的人工智能浪潮对各行各业产生了巨大影响。其强大的生产效率与未来广阔的提升空间，以及对相关产业赋能改造的巨大潜力，令政府部门、科研机构、企业纷纷行动起来。

去年，科技公司、科研机构掀起了百模大战；今年，“人工智能+”首次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从上至下对人工智能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不过，在热火朝天的同时，也需要冷静理性地认清当前中国AI产业的发展现状。那么，中国与美国在AI领域的差距有多大？中国的AI产业究竟需要怎样的政策、市场环境？应当如何展望AI技术在各领域的应用前景？

3月20日，由中国经营报社、中经传媒智库主办的“人工智能涌现 产业生态焕新”专题研讨会在北京成功举办。研讨会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的多位专家，以及多家知名企业的代表，围绕大模型、

生成式AI、AIGC、机器人、自动驾驶、智能制造等热点话题，一起探讨了中国人工智能的路径选择以及“人工智能+”的发展前景，以此助推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 （相关内容见C2~C4）

本报记者 曲忠芳 北京报道

自大模型出现以来，人形机器

人在智能化的道路上加速奔跑，成

为产业竞逐的新热点。英伟达发

布了人形机器人通用模型 Project

GR00T；初创公司 Figure AI 完成

新一轮 6.75 亿美元融资，投资方

包括微软、英伟达、亚马逊创始人

杰夫·贝索斯等；特斯拉旗下人形

机器人 Optimus 性能持续迭代升

级……毫无疑问，具身智能领域正

在发生巨大的变革。

那么，AI大模型究竟为具身智

能的技术及产业发展带来了哪些

实质性的变革？3 月 20 日，在“人

工智能涌现 产业生态焕新”专题

研讨会上，中国人民大学计算机系

副教授王永才就此问题给出了专

业的解释与回答。

“术”层面已改变

所谓具身智能，一般是指有

身体的、可以参与交互的、能够

感知的智能机器人。王永才指

出，传统的机器感知大致包括五

项流程，即机器人定位建图、路径

规划、目标检测和目标位置姿势

等计算、机械臂运动规划，以及执

行完成目标抓取与摆放等任务。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流程中的每

个任务都有很多的研究方法，这

些研究方法几乎都是以某一个

具体的空间位置作为目标，即非

常具体的空间指标，但是人和使

用场景之间往往会存在偏差，人

很难明确地指出要抓取目标的

空间坐标是多少。这就造成了

传统研究中机器人与人交互的

挑战与困难。

“在大模型出现后，人与机器

之间能够进行自然的交互，也就是

说，机器能够听得懂人的语言，那

么它可以自主地进行空间的规划

和推理，同时又具有自主的运动能

力，从而使任务执行具备了一些泛

化、通用的能力——机器人能够泛

化地分解任务，根据自己指定的目

标分解并完成任务。”王永才举例

解释，当我们让机器人去厨房倒一

杯水，机器人理解这个指令之后，

能够完全自主地拆解“去厨房倒一

杯水”指令下的所有子任务，并自

主完成所有任务，最终把一杯水端

给我们。

在王永才看来，传统具身智

能在“术”层面的问题——任务和

目标由人来指定，当大模型出现

后 ，变 成 了 非 常 自 然 的 应 用 场

景。总结来说，大模型赋予了具

身智能以“灵魂”，机器人能听懂

人的语言，自主进行空间规划推

理，同时具备了泛化的任务分解

能力并完成任务。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中国经营报社社长、总编辑

季为民

发展速度超出预期

“具身智能的发展速度超出了

此前的预期，这背后有许多技术进

步的支持。其中之一是基于视觉

和自然语言理解的导航模型，简要

来说由人发出指示，机器人接收到

指令后，通过视觉识别和计算捕捉

场景中的目标，在运动过程中逐渐

积累起对这一场景的感知和认识，

自主学习后就完全可以基于人的

指令在这一场景中自主移动。”在

研讨会现场，王永才如是说道。

王永才重点提到了初创机器

人公司Figure AI，去年10月，这家

成立于2022年的公司展示了其人

形机器人 Figure 1 双足站立行走

的演示视频。而到今年1月初，在

官方披露的视频中，Figure 1在观

察学习了10小时人类制作咖啡的

过程后，就“学会”了使用胶囊咖

啡机制作咖啡。今年3月，即在应

用OpenAI的GPT-4大模型仅14

天后，Figure 1能够理解场景，实现

非常自然的人机交互。由此使业

界发出感叹：通用具身智能似乎

不远了。

关于GPT-4如何改变具身智

能，王永才通过相关论文的研究

及洞察指出，基于自然语言指令

（Prompt）和视觉的指令训练视觉

模型，让机器人理解学习场景。

在理解之后，机器人根据人的指

令再去分解任务，将指令分解为

一系列的动作。除此之外，还要

结合对环境条件的感知与分析能

力，即根据环境条件来调整动作

任务。整个流程结束后，大模型

把这些理解出来的动作作为训练

数据，从而去训练具身智能。

《中国经营报》记者注意到，就

在前不久，斯坦福大学教授、AI视

觉领域专家李飞飞团队发布了一项

新的具身智能基准，在“希望机器人

为你做什么”这一问题上，测试基准

涵盖了50个生活场景、1000种日常

活动的逼真模拟，其最终目的是使

机器人实现像人一样在家庭中做

服务工作。显然，在大模型驱动之

下，人形机器人、具身智能相关技

术有望迎来进一步的突破，相关产

业的规模化发展也将步入快车道。

郑晓龙：AI大模型将向轻量化生态演进
国内产业需正视创新差距

本报记者 吴清 北京报道

在AI（人工智能）大模型GPT

和 Sora 的助推下，全球掀起了一

股 AI 浪潮，人工智能已成为新一

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

动力量。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

提出，“发展数字经济”“加快推动

人工智能发展”。人工智能已经

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驱动力量，

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

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

战略抓手。

“不是所有企业都能像微软的

OpenAI 一样，具备投入上百亿美

元的能力。当前 AI 大模型的演

进，垂直化和领域化的大模型和小

模型或者轻量化混合应用将具有

较大的发展空间。”在 3 月 20 日的

“人工智能涌现 产业生态焕新”专

题研讨会上，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

究所研究员郑晓龙指出，当前 AI

的竞争还处在比谁能把模型做得

更“大”的阶段，但 AI 在产业侧的

发展未来还是会下沉到更“小”的

细分行业应用领域。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3年，

我国已推出的通用大模型数量达

到130多个，若算上各类行业大模

型，数量更达数千之多。用“千模

大战”来形容当前的产业态势，并

不为过。

对此，郑晓龙认为，进入大模

型时代后，AI 的发展速度明显加

快。“2023 年大模型还处在文本交

互阶段，目前却已发展到多模态

交互时代，后面还会出现更多元

更通用的交互模式。”郑晓龙预

计，未来软硬结合的人形机器人

将是 AI 的主要趋势之一，而这会

重塑很多产业。

AI迈入通用智能时代

从1956年达特茅斯会议上，人

工智能这门学科正式诞生，近70年

来，AI产业发展的程度超乎人类想

象。不过，在 1970 年到 2010 年 40

年的时间里，受限于技术限制，AI

发展处于起伏期，甚至一度受到各

界质疑。

直到进入2010年后，深度学习

技术推动AI取得突破性进展，人工

智能行业爆发了新的活力，并在

2020年迎来大模型时代，三年多来

的发展速度令人目不暇接。“自

ChatGPT、Sora 为代表的大模型出

现后，AI 正在展现出更通用、更智

能的潜力。”郑晓龙表示。

人工智能发展是一个技术演进

的过程，包括原来的专家支持，后面

浅层的机器学习，再到深度学习、预

训练模型，最后到大家所知的大模

型和人工智能相关的技术。这一技

术和创新生态的巨大变化，也让AI

在形态上更向人脑靠近。在郑晓龙

看来，大模型的决策方式也类似于

人类大脑，通过不断地喂养数据完

成各种智能活动。“它是一个计算

机，类似操作系统，是重构的应用服

务和数字组织、算力的集群，未来也

是一个超级应用，能够面向不同的

应用需求，通过裁减形成云、边、端

协同的相应技术体系。”他指出。

这一进化形态，也会在未来改

变人类的决策方式。“以后可能在复

杂的环境下，人做决策，有时候不一

定比机器做得更优，很多最优的决

策有可能是机器在做。”郑晓龙预

计，将来机器能够帮助人做很多事

情，但人同时也能帮助机器做很多

事情，这意味着，社会将进入人机协

同发挥决策优势的阶段。

国内AI创新需要补足差距

郑晓龙表示，我国已形成了新

一代人工智能的研究体系，这是有

目共睹的科技成就。但同时也应该

看到，我国AI产业在原始创新和重

大系统性创新等方面仍存在一些挑

战，还需要进一步努力。

具体而言，一方面，从0到1的

原创性、颠覆性的创新仍然较少。

另一方面，“重大系统性集成创新能

力还存在进步空间，围绕重大目标

持续迭代攻关模式还需进一步完

善。”他指出。

在郑晓龙看来，当前火热的文

生视频大模型Sora的核心技术有

四个特点：第一个是通顺，GPT是

通讯文本的生成，Sora则实现了多

模态视频连续建模的生成，实现了

通顺；第二个是通识，就是全领域

知识体系相应的覆盖，它的知识体

系比单个的小模型要广，以前我们

专业和技术分类总是不停地往下

细分，现在则是不停地往外交叉融

合，不停地往大的方向去做，这是

一种趋势；第三个是通用，即多种自

然语言处理和多种视频的通用，还

有各种模态间的相互转化，可以从

音频到视频、从文本到视频实现通

用；第四个就是通常，做大模型前，

与机器人进行交互，会明显感觉它

是一个机器人，现在大模型出来后，

你能感觉到它像个人。

郑晓龙总结了GPT、Sora大火

的三个方面的成功因素：“首先是

大模型技术的集成，通过诸多的

技术集成在一块，这是一个智力

密集的工程。其次是人机协同群

体的智慧，包括人的标注和计算

机的学习方式。最后是大算力和

大数据的问题。有了数据基础，

再加上算力的一些支撑，美国这

方面有相应的一些优势。我们国

内在算力这方面现在还需要去提

升，就是算力密集的工程。”

为此，郑晓龙认为，加速大模型

落地应用是我国当前的重要工作之

一。同时，他倡导，应发挥科研人员

的热情和多学科交叉的合作，特别

是需要将社会科学与人工智能结

合，以实现从弱人工智能到强人工

智能的发展，并使其造福社会。

“在大模型大到一定程度以后，

一定是高度复杂的系统，不是简单

凭个人一己之力就能规划出来的。

所以，这需要产业中每个具备创新

热情的人，有内驱力去从事这份工

作，集众人之力协同把产业发展

好。”他建议。

在其看来，未来的人工智能产

业从业者将是综合型的通识人才，需

要具备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的全

学科知识，同时实现交叉融合，从而

激活整个产业的创新潜力。

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

王永才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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